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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以义务教育阶段5位特级教师为对象,生命历程理论为分析框架,探讨特

级教师成长的路径及影响因素,发现我国特级教师成长有一整套成熟的支持性制度和

路径,即学校选拔培养———区域选拔培养———省级选拔及省与国家培养。由此,个体教

师获得更宽阔的学术视野、更优秀的引领者、更多元更宽广的发展平台,其教育教学能

力、领导力、使命感迅速提升,成长为一名卓越教师。成长为特级教师是一个漫长、复

杂、充满不确定性与挑战的过程,教研、竞赛、专家指导、高端培训、平台是其成长的重要

途径。影响特级教师成长的因素如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追求为教师发展创

设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成长空间;从国家到地方的支持性政策举措为教师发展提供了

诸多机会;教师自身的进取精神、社会担当让他们恰逢其时地脱颖而出;个人能动性是

教师持续成长的内在动力源泉;重要他人在成长关键节点给予的帮助让教师成长更为

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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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特级教师成长的关注源自全社会对优秀教师的呼唤。由于教师工作的个

体性、情境性和实践性,我们很难找到正规教师教育培养出优秀教师的直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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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已有研究多从宏观层面帮助我们理解了教师成长的整体规律与趋势,但并未

充分揭示教师在具体情境中的影响因素和成长路径。
以往有关教师成长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两方面:一是专业发展的内涵,二是专

业发展的途径和影响因素。一些学者从静态、结构的角度理解专业发展。如富

兰(Fullan)和哈格里夫斯(Hargreaves)提出,教师成长“既指通过在职教师教育

而获得的特定方面发展,如在目标意识、教学技能和与同事合作能力等方面的全

面进步。”[1]20世纪90年代,学界对教师专业成长的认识走出技术理性窠臼,认
为它体现为获得成熟的经验及进行系统性反思;[2]并认为教师领导是教师成长

的最高阶段[3-4]。也有学者从过程角度看待教师成长,如霍伊尔(Hoyle)认为,教
师成长是“教师在教学职业生涯的各阶段掌握专业实践所须具备的知识和技能

的过程”。[5]戴(Day)认为,教师成长是“一个过程,是教师独自或与他人一起回顾、
更新和拓展他们作为改变教学道德目的推动者的承诺;在与儿童、青年和同事度过

的每一阶段的教学生活中,他们批判性地获取和发展知识、技能、情感智力。”[6]

鲜有研究关注教师成长的路径,但有关影响因素的研究却很丰富。长期以

来,学界就有内铄还是外赋的争论。前者认为,教师是“神赐能力”的人。教学具

有艺术性,教学是有特殊天赋的人所做的表演,能做这种表演的人并不多。[7]判
断力是教学所需要的重要品质,缺乏它,教育是无法补救的。[8]后者则认为,环
境、学校教育、训练能帮助教师成长。学界认为有三种因素影响教师发展:(1)教
师个人因素(认知、职业、动机的发展);(2)情境因素(教师生活工作场景因素);
(3)为促进教师发展而采取的特殊干预措施。[1]183戴(Day& Gu)认为,个人、工
作情境、所处的社会文化政策三者对教师专业的期待共同影响着教师的专业身

份。[9]王夫艳认为,影响教师专业身份建构有四个因素,外围情境(国家和社区,
包括政策、社区及家长的干预)、中间情境(学校的文化、组织与校长)、核心情境

(学生和学科)及教师主观因素,是由外而内的过程。[10]上述研究对认识特级教

师成长路径及其影响因素提供了若干启示。

一、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理论视角

(一)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本研究之所以关注特级教师的成长,主要是因为特级教师的知识、能力、经
验,以及师德在我国教师队伍中处在最优水平。正如《特级教师评选规定》(1993
年)所要求的,特级教师要在政治和业务素质,教育教学经验和成绩,及对教育教

学改革和教师发展发挥的作用方面有卓越表现。为了研究其成长历程,笔者用

三个外显指标体现教师发展:学历的提升、职称/职务的提升、荣誉的获得。这三

项指标可视为教师专业知识与能力、专业影响力和领导力,及专业道德等内在素

养的外在体现,与《特级教师评选规定》《中小学教师水平评价基本标准条件》
(2015年)要求一致———不同职称教师的教育教学专业知识与能力、研究能力、
教师领导力呈现出由低而高不断成长;[11]也与利特尔(Little)提出的教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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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相似:知识的成长、技能的成长、判断力的成长及教师共同体的成长。[1]183

因此,本研究将学历、职称、荣誉这三个外显指标作为衡量每一个阶段教师成长

的指标,以生命历程理论中“同龄人”的视角,选取5位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
同在“教育部名师领航工程”中的特级教师为研究对象,具体情况见表1。

表1 个案教师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及

地域

家庭

背景

出生年/

政治

身份

学段

及

学科

初始/后续

学历就读

时间

入职

时间/

地点

最高级职

称获得

时间

荣誉

(部分)
现职务

名师工作

室成立时

间(部分)

G 女/桂

农村;父干

部,母 务

农;家里开

设加工厂

1973年/

党员

小学

语文

1989 年 中 师/

2003年 省 属 大

学自考本科

1992

年,乡村

小学

2015 年

正 高 级

教师

2014年全

国优秀教

师;

2015年特

级教师

校 长、书

记、语 文

教师

2016 年 省

特 级 教 师

工作坊;

2019 年 教

育 部 名 师

工作室

Z 女/陇

农村;父转

业军人、干

部;母个体

户

1970年/

党员

小学

语文

1987 年 中 师/

2004省 师 大 自

考本科

1990

年,厂办

幼儿园;

1997

年,小学

2017 年

正 高 级

教师

2015特级

教师

2019年某

城市学院

教授

2020 年 教

育 部 名 师

工作室

L 女/沪
农村;父早

逝,母务农

1970年/

党员

中学

语文

1989年 本 科 师

院/2007 年 教

育硕士;

2018教育博士

1993

年,厂办

中学

2016 年

正 高 级

教师

2011年特

级教师

2021年区

教育发展

研究院院

长

2019 年 教

育 部 名 师

工作室

X 女/滇
城市;父母

均有公职

1971年/

党员

小学

语文

1987 年 中 师/

1994年 省 师 大

夜大本科

1990

年,省直

属小学

2016 年

高 级 教

师

2004年特

级教师

2014年校

长、语 文

教师

2019 年 5

月 教 育 部

名 师 工 作

室

Y 女/鲁

农村;父乡

村教师,母

务农

1975年/

党员

小学

语文

1991 年 中 师/

2000年 省 师 大

自考本科

1994

年,小学

2016 年

正 高 级

教师

2010年特

级教师;

2015国务

院政府特

殊津贴专

家;

2016年国

家万人计

划领军人

才

2018年校

长、语 文

教师

2021 年 教

育 部 名 师

工作室

质性研究具有探索和解释复杂社会现象的独特方法论优势。本研究运用质

性研究法,以个人生活史访谈的方式收集5位教师的专业生活史资料。“生活

史”是在社会、文化和历史情境里,一个生命从出生到死亡的过程所发生的事件

和经历。[12]本研究主要通过教师口述,收集研究对象成长中的重要事件和经历,
包括家庭环境、受教育经历、工作经历及重要影响因素,纵向勾勒特级教师成长

的轨迹、路径及关键影响因素,具体信息见表2。



第3期   生命历程理论视角下特级教师成长路径及影响因素研究 129  

表2 访谈时间和访谈资料信息

姓名 访谈时间(具体时间、次数、时长) 访谈材料文字字数

G 2018.11.27—2018.12.4;4次共计26小时 22.3万字

L 2018.11.29—2019.3.7;2020.7.16;4次共计20小时 10万字

Z 2018.11.26—2018.11.29-3次;2020.08.04-1次;4次共计14.5小时 16.4万字

X 2018.12.1—2018.12.8;3次共计4.5小时 8万字

Y 2018.12.5—2018.12.7;2次共计4小时 5.8万字

合计 69小时 62.5万字

(二)理论视角:生命历程理论

生命历程理论(lifecoursetheory)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的分析范式,兴起于

20世纪初芝加哥学派对移民问题的研究。20世纪60年代以后,该理论被主要

用于研究生命历程中社会文化中结构性因素对个体生活的影响,主要代表人物

有埃尔德(G.H.Eldel)、科利(MartinKohli)、雷德尔(NormanB.Ryder)、瑞利

(Riley)等。该理论主要从社会历史的角度看待人与社会环境的互动,关注具体

的人在变化了的社会历史环境中的抉择及结果。本研究主要借助于埃尔德提出

的生命历程的五个核心原则作为分析框架:一是终身发展的原则,即人的发展是

终身性的,即便成人以后,人在生理、心理和社会性方面仍会获得发展;二是个人

能动性原则,指人总是在一定社会建制之中有计划、有选择地推进并建构自己的

生活;三是时空性原则,个体生命历程是被他们所经历的历史时间和空间所形

塑;四是时机原则,即人的生命的转机,所经历的重要事件对人产生的积极或消

极影响取决于它们在个体生命中出现的时机;五是相互联系的生命原则,指人总

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个人正是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才被整合进入特

定群体,也才有可能得到社会的支持,并向社会承担义务。[13-14]

近20年来,生命历程理论逐渐进入国内学界的研究话语与实践中,研究议

题主要集中在老年贫困、青少年成长、农民工生活、婚姻、女性职业变迁等问题。
但研究者很少从生命历程的视角探讨教师成长。教师发展是一个系统、动态、多
因素交织的过程,从教师专业生活史出发,生命历程理论是一个很好的研究教师

成长的视角。另外,该理论特别关注“同龄人”概念,因为年龄等级(agehierar-
chies)明确规定了在某一年龄所拥有的生活机会、权力、特权和酬赏。[12]本研究

的研究对象均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中前期,对他们成长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

解“文化大革命”后期教师成长的独特性。

二、特级教师的成长路径:从个人空间走向公共空间

所谓“路径”,《现代汉语词典》有两种含义,一是指道路,即如何到达目的地

的路线;二是比喻办事的门路、办法。据此,本研究把路径理解为成长为特级教

师的路线和方式。我们以教龄为时间轴,以职称、职务、荣誉的变化和工作空间



130  教 育 学 报 2023年

变化为观察指标,勾勒其成长路径,具体如下。
(一)职业生涯的奠基期,成为学校重点培养对象

教师成长的第一步是在所就职的学校。在我国,教师成长首先体现在能够

胜任教学和班主任两方面工作,具体表现在公开课得到表扬、教学竞赛获奖、班
级各项评比名列前茅。

这个阶段教师的成长以个人与学校间的良性互动为基础。此时,教师如果

足够努力,被教研组和师傅视为可造之才,则会被推荐上公开课和教学比赛。公

开亮相既是一个展示新教师发展潜力和职初期培养成果的机会,也是学校选拔

培养对象的契机。如果新教师在此期间获得优异成绩,就意味着在学校站住了

脚跟。作为鼓励,学校会给他提供外出培训或参加区域教研的机会,初级职称也

因此顺利获得。这是提升新教师教育教学能力和自信心的重要时期。
早期的认可会直接影响后续发展机会的获得。如L在校内公开课得到认

可后,校长推荐区教研员来听课,获得区优秀教研员指导,并被推荐参加区教学

竞赛。Z也因为在校教学竞赛中表现突出,成为校级骨干并被推举到区教师进

修学校学习。校内认可在教师职业生涯中至关重要,没有校内的认可,后续基本

没有获得校外优质发展资源和发展平台的可能。
(二)职业生涯发展期,成为区重点培养对象

成为区域培养对象是教师成长的第二阶段,也是极其重要的阶段。一名教

师要想成长为省乃至全国有影响的教师,必须在区域脱颖而出,其标志就是在区

域竞赛中获奖,成为重点培养对象。随后,区教育行政部门会动用区、省,甚至全

国的优秀教师手把手地指导,使其发展有了别有洞天、豁然开朗的可能。纵观特

级教师发展的轨迹,区域层面是教师得到的最为实在、最有质量的帮助。

1.在区域竞赛中获胜,获得更多发展资源和发展机会

在此阶段,教师因被学校或者区教研员推举参加区域(如镇—县/区)竞赛、
公开/示范课、培训等,从而走出校内相对狭小的空间,获得更高水平专家的指导

和更大的发展平台。这些教师在教育教学水平得到大幅度提升的同时,开始反

思并确立自己后续的发展方向。如L的作文教学得到区教研员认可后开始参

加区教研活动,由此了解到湖南杨春初的“快速作文教学法”和北京刘朏朏、高原

夫妇的三级作文教学法,开始借鉴二者探索自己的作文教学。随着实验的成功,
她获得了地级市骨干教师称号,并得以在中国教育发展“高地”上海某中学接受为

期三个月的浸润式培训,这为她后续发展和调动获得了宝贵的机会。

Z老师因表现突出由学校推荐到区教师进修学校培训。授课教师的“爱心

激兴趣,评语教方法”讲座为她后续教学指明了方向。培训期间撰写的论文获老

师表扬,并被推荐参加区演讲比赛,进而获最高奖,她的自信心和发展动力得到

迅速提升。在进修学校教师的影响下,Z开始读经典,钻研教学。随后,她被推

荐参加省教育厅组织的新大纲培训,又被校长任命为教导主任和课改实验的领

导者,参加省级新课改培训。几次培训让Z接触了全国最优秀的语文教育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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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让她接触了最先进的教学理念、教学方式,她的学科教学思想开始萌芽,教学

领导力提升,职称由二级提升到一级。其他三位教师也有类似历程,可见在区域

竞赛中获奖对教师获得更优质的发展机会与资源至关重要。

2.因发展空间和机会的扩大,角色更丰富多元,成长更快

作为区级骨干的G,以一个教学副校长的身份去偏远山村校支教两年,从而

积累了学校管理及留守儿童教育的经验。回校后被任命为教务副主任,开始主

导学校的教研、培训,成为真正的教师领导。作为区骨干的Z参加全区示范课、
公开课,影响力由校内走到区域。同时,她也开始承担教导主任、课改实验领衔

者、教学研究者、培训者等角色,积累了各种教育场域的领导经验。X获得“区十

佳班主任称号”后,成为区域和学校重点培养对象,工作第4年,学校派她去新成

立的私立校做大队辅导员,为她后续办学积累了重要的管理经验。可以说,领导

力是这个阶段教师发展的重要内容。
总之,走向区域让她们接触到不同的教学环境和更优秀的教师,也因此拥有

了更丰富的经历和多元角色,这让她们走出自己的教学、班级、学校,看到更广阔

的空间,开始思考教育的本质。正如G所说:“你如果一个人躲在那里,自己关

着房门是研究不出来东西的。如果去参加赛课,就有各种级别的人员组成的听

课团队给你评课,……就会发现很多你平常自己发现不了的问题。……然后你

就会反思,就会总结了。”
(三)职业发展辉煌期,成为省重点培养对象

成为省及教育部重点培养对象是教师发展的第三阶段,也是最辉煌阶段。
一般而言,区竞赛最高奖的获得者会被推荐到省参赛,省竞赛优胜者则会参加全

国比赛。在参赛的准备过程中,参赛者将获得省域、甚至全国优秀教师的指导,
与更优秀的教师同台竞争,由此获得新的进步。更高的职称、荣誉,以及省和全

国顶级的发展资源随之而来,如参加省和国家级名师工程;获得特级教师荣誉和

正高级职称;获得更多身份,如兼职教研员,送教下乡的示范/优质课授课者,教
师教育者、省或教育部名师工作室主持人,省部级课题主持人、校长或区域教育

行政领导。这个时期,她们的思路和眼界完全跳出了原来的学校,走向更广阔的

空间,引领更多的教师成长。

1.省级乃至全国优秀资源的加入让优秀教师腾飞

2011年,G参加为期3~4年的省“基础教育优秀教师培养工程”,其规格之

高、成本之大是她过去接受的培训所没有的。该工程是培养“育人的楷模,教学

的典范”。为此,地方政府为每一位受训教师花费10万元,聘请全国著名教育专

家给他们上课和做导师,其中,窦桂梅就是G的导师。“省里给我们搭建了很多

平台,让我们去全国各地学习。我选的是杭州采荷二小。让我们去了解校长、副

校长、教务主任、科组长和普通教师各个岗位。……还送我们到各个贫困县支

教,锻造、磨炼我们。……这些活动就是让你不断地见识,让你对自己的价值有

更进一步的认识。教授们的课、同学间的交流、名校的交流,再加上各处去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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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你发现原来你还可以做得更多,做得更好,促使自己努力努力再努力。”

2006年,L作为上海市首批“双优教师工程”培养对象,参加了“程红兵语文

教师培训基地”、于漪“教师学研究会”,与上海市优秀教师及后备力量切磋学习。
为进一步培养他们,上海市给他们报了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基于理解的学习”在
线学习课程。[15]这种基于建构主义理论的培训在教育观念、教育行为上给L很

大的触动,开始认真思考教育的价值、目标、内容与方式。

2.辐射区域乃至全国的要求让教师领导力和影响力大幅度增长

教育部要求名师必须成为教师领导者,发挥辐射作用。为此,各省设立各种

平台帮助其承担此重任。如L被任命为某实验中学校长和区初中教育指导中

心主任,开始全面指导本校和本区的语文教育、初中教育。同时,她以专家身份

参与上海市、教育部的骨干教师项目和国培项目,多次担任主讲专家、“初中语文

学科教师工作坊”主持人、市普教系统双名工程“高峰计划”主持人、上海市督学、
教育部特约督导员等。其他几位也有类似经历。角色的变化也让她们获得了新

的成长。如研究所示,以指导者的身份持续改进他们自己的实践,成为促进其成

为优秀教师之后发展的最重要的活动。[4]

3.更高职务、更大影响力让他们着力于实现自己心目中的理想教育

获得省级乃至全国荣誉后,这些被体制认可的优秀教师并不满足于已有的

成绩,而是有了更高的使命感。她们开始思考什么样的教育是好的教育,并利用

已有平台实现其教育理想。2008年,亟需换一种教育人生的X调至某大学附小

任副校长,开始进行“培养全面的人”的教育试验。因角色所限,2014年自告奋

勇去创办一所新校,开始自己理想小学的办学之旅。这个时期,她的教育热情被

极大地激发出来,她带领全校教师开发致力于“培养全面的人”的“融合式教学”
课程体系,对教学的目的、主体、内容、方式和评价进行系统性改革。[16]此时,作
为区初中教育指导中心主任的L,致力于把全区的初中教育建设成“呵护健康心

灵,培育真善少年”的基地,并开展“魅力语文”的研究实践。G致力于建立一所

“幸福的乡村校园”,Z开始进入大学涉足教师教育。这个时期的她们有理想,有
追求,并因其身份和影响力,实现着自己心目中的理想教育。

由上可见,5位来自不同省份、不同家庭背景、拥有不尽相同的受教育经历

的教师,从所在学校的一名普通教师发展为全国有一定影响力的特级教师,经历

了三个发展阶段:奠基期(校内)———发展期(区域)———辉煌期(省域及全国)。
在其中,她们的职称、职务、荣誉伴随着教育教学能力和领导力的提升也越来越

高,承担的角色也越来越丰富,心胸、眼界乃至抱负也越来越大。她们的经历也

印证了生命历程中的终身发展原则。[13]11-12

本研究发现,具体促进教师成长的途径、方式如下。一是教学竞赛和教研的

结合,是教师早期立足和成长的关键途径。校内外教研让新教师学会教学,让合

格教师接触更优秀的教师。而竞赛让他们接触和学习各类风格、各个门派优秀

教师的教学,让他们看到美丽的教育风景。二是来自“高手”的指导。教学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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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中,来自校内外优秀教师的指导对教师帮助最大。竞赛关乎学校名誉,校内

专家和领导会比日常教研倾注更多精力和智慧。校外专家通常是区内外优秀教

师,他们高超的教学艺术、先进的教育理念,以及细致的磨课(手把手的教)让这

些教师学会了如何把先进教育理念落实到具体教学中。三是高端培训,这类培

训主要指有高水平专家参与的培训。所谓的高水平指在教育理论界有建树,并
对实践有通透认识的专家;或者是在实践领域摸爬滚打很多年,有自己的教育理

论或者观点,对一线教学能有效引领的专家。他们在培训中的思想、观点往往能

给教师醍醐灌顶的作用。四是给平台。当他们成长为优秀教师之后,各级教育

行政部门、高校会给各种平台,让他们成为教师领导者。这个过程帮助他们跳出

自己的工作,站在教师成长、学生长远发展、教育质量提升等角度反观自己的教

学和作为教师的成长,这种引领和反思会让他们成为真正的专家。

三、生命历程理论下特级教师成长的因素分析

生命历程理论认为,“历史变迁对个人发展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某个发展阶

段,而且贯穿其整个生命历程”[17]。下面笔者将从生命历程理论其余四个原理

出发探讨影响特级教师成长的因素。
(一)重启现代化征程的中国是特级教师成长的重要环境

“大规模社会转型不可避免地会对个人的生活机遇产生根本影响。”[18]这些

教师的成长期是中国社会由“文化大革命”转向重启现代化征程的时期,也是把

教育重新作为重要发展基础进行重点建设的时期。相比正规升学制度坍塌、青
年学子前途无望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此时的中国为青年和教师提供了难得的

发展环境。相比于知青或更早的一代,“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力和制约力使其失

去了受教育的机会和获得常见职业生涯的可能性,以及后来的“80后”“90后”,
因中国社会发展逐渐走上正规且呈现制度化特点,导致处境不利阶层很难突破

自身的阶层,[19]“文化大革命”后期出生的这代人的人生可谓“恰逢其时”。在这

个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匮乏走向充裕、从无望走向希望的年代,社会转型为他们

提供了很多发展的可能和机会。他们的成长体现了生命历程理论的“时空性原

则”和“社会时机的原则”。

1.特级教师的青少年时期在“科学的春天”“教育的春天”中度过

这些特级教师在受教育初期,是中国结束“文化大革命”,重新与国际接轨,
走上现代化征程的时期。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国策下,作为人才培养基础

的教育被提到从未有的高度。在“早出人才,快出人才”的思路下,我国恢复高校

招生,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重提“普及教育”的目标,重整中小学教师队伍等,各
级教育走向欣欣向荣的局面。焕发出生命热情的教师把毕生所学用在教学上,
也因此奠定了这代人较为扎实的学业基础。

2.恢复高校、中专招生,使特级教师靠自己的努力实现命运的转机

教育作为实现阶层跨越的重要途径在这个时期得以恢复。在城乡二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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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中,和城市居民相比,生活在农村的农民无论是日常收入,还是子女教育、医
疗保险、退休保障都处在生存层级的底层。但中专、中师是帮助农村青年实现阶

层跨越最快捷最现实的渠道。几位农村出身的受访教师,或因父辈在城市工作,
或因接触知青,对城乡社会的差距有深切认识。在升学的关键期,他们选择中师

而非高中,从而以较小的成本获得了戈德索普所说的更好的“市场处境”[20],突
破了原有阶层。

3.接受专业训练的关键期特级教师在中师受到了扎实的师范专业训练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中师发展的辉煌时期。为尽快普及义务教育,培养现

代化所需人才,作为师资奠基者的中师在国家大力投入下,扩大办学规模,加强

师范特色和规范化建设,为中师生提供了全面的素质教育和扎实的师范训练。
学科教师严谨扎实的教学作风为他们打下了坚实的学科基础,严格的音、体、美、
舞蹈训练培养了他们终身的兴趣和素养,三字一话/画更是作为教学基本功得到

严格训练,规范的教育实习帮助师范生很快适应教学,以班干部为主导的自主管

理模式和丰富多彩的文体、社团活动锻炼了他们的组织管理能力和兴趣爱好。
正如几位特级教师所说:“中师造就了今天的我。”

4.在职业发展关键期,国家重视特级教师的培养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全面提升教师质量,各级教育部门制定政策,为教

师发展提供全面支持。
(1)学历提升的继续教育给教师发展的可能。为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国家在

重建教师教育体系,规范教师培养的同时,关注教师继续教育和学历提升。① 受

益于这些政策,4位具有中师学历的受访教师全部在2000年前后继续学习并

获得本科学历,拥有本科学历的L也得以继续深造并获得教育硕士和教育博士

学位。
(2)培养骨干教师和专家教师的政策为教师进一步发展提供机会。20世纪90

年代以来,教育主管部门开始着力于骨干教师、专家教师的培养。1991年国家教

委颁布《关于开展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的意见》,1993年发布《关于加强小学骨干教

师培训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我国要培养教学专家,“形成一支跨世纪的骨干教

师队伍”。2000年,教育部印发《中小学教师继续讲教育工程方案(1999—2002
年)》及实施意见,要求“全国选培100万名中小学和职业学校骨干教师,省级从

中选培10万名,教育部组织培训1万名,使骨干教师梯队基本形成”。在这些政

策影响下,几位受访教师获得了不同层级的培训,从而为其成长奠定了基础。
(3)重建教师荣誉和职称制度让她们发展动力更足。改革开放后,为重建尊

师重教的社会环境,鼓励教师全身心地工作投入,我国重建了教师职称和荣誉制

① 1983年,教育部颁布关于加强小学在职教师进修工作的意见。1986年,国家教委颁布关于加强

在职中小学教师培训工作的意见。1999年,教育部颁布《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规定》,要求中小学教师定

期进行培训。1996年和2008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先后通过决议设置教育硕士专业学位(Ed.M)和教育

博士专业学位(E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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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1978年,我国颁布的《关于评选特级教师的暂行规定》提出恢复特级教师制

度。1986年,我国建立以职务聘任制为主要内容的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1992
年,《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奖励暂行规定》要求“对长期从事教育、教学、管理和服务

工作并取得显著成绩的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分别授予‘全国优秀教师’‘全国优秀

教育工作者’称号”,及“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称号和“人民教师”奖章和证书

等。正是这些政策的激励,让几位受访教师在获得荣誉和职称提升后不断致力

于自身发展。正如X所说,“评特级教师这个事情对我影响比较大。评上以后,
你就要用这个标准来鞭策自己,激励自己。毕竟是特级教师这个称号。”

特级教师的成长再次证明个体生命历程是被他们所经历的历史时间和空间

所形塑。而这些影响他们生命转机的重要历史事件和政策恰恰出现在他们生命

可以接纳和承担的时期,即所谓恰逢其时的社会时机(socialtiming)。[13]12

(二)个体能动性是促进特级教师成长的重要内因

个体能动性在人的生命历程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人总是在一定社会

建制之中有计划、有选择地推进自己的生命历程。而人在社会中所作出的选择

除了受到情景定义的影响之外,还要受到个人的经历和个人性格特征的影

响。”[12]或者说“个人在形塑自己的发展和生命历程”[12]。同时,几位处在同一年

龄段的教师拥有的年龄特征和相似的社会环境也深深地影响他们的行为抉择。
“特别是急剧变迁的时期,每个人都是从他所处的历史世界(由他们的出生日期

决定的)中获取与众不同的世界观和处世哲学,这种观点是对处于特定的历史情

境中相互依赖的生命个体的反映。”[20]21

1.坚定的信念、追求既定目标的恒心和毅力是特级教师取得成功的内在品质

克劳森(Clausen)研究发现,成功的人生往往具有如下品质:“他们能够恰如

其分地评价人生的努力,确认自己的目标;能够详实地理解自我、别人和可供选

择的事物;并具有追求既定目标的恒心和毅力。具有上述品质的人无论是在工

作中还是在日常生活中都表现杰出,他们充分发挥了人的能动作用,在生命历程

中更能得到满意感,更能充分地自我实现。”[12]这几位特级教师身上充分地体现

出这点。
第一,她们相信“知识改变命运”,更相信知识的获得和精进需要靠自身的勤

奋与努力。5位受访教师中有4位出身于农村,从小羡慕向往城市的文明,不愿

意再过父辈那种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具备这代人普遍拥有的勤奋、责任和自

立品质,愿意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变生活状况。她们上学时候教室的标语大多是:
“知识就是力量”“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她们迄今为止的生命历

程也体现了这一信念对人生的意义。她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在这一信念影响下获

得阶层的突破和职业的发展。
第二,她们是有使命感、有担当的一代。爱国主义教育一直贯穿她们整个受

教育阶段。如G谈到她中师的音乐老师时说,“如果我们不认真学习,他就说民

族的败类! 就你们这样还将来当老师? 他恨铁不成钢。他是那种有家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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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民族使命感的人,认为我们将来要培养后代,现在不好好学,将来怎么教。”在
这样的教育下,她们积极向党组织靠拢,有强烈的爱国情怀和使命感。当她们看

到教育问题,在焦虑、痛心的同时,主动担起为师的责任,从改进自己的教育教

学,到建立一所理想学校,以及后来改进区域教育,支援贫困地区教育。
第三,她们积极追求显性的名利。随着改革开放,贫富差距的显现,“提高生

活质量”,包括现实的名利,成为正当追求。经济飞速发展带来的“中国速度”,让
她们理解“效率”在个人发展中的意义,懂得“机会”在效率中的价值。特别是在

职称和荣誉制度的引导下,她们被激励的同时也享受到由此所带来的现实利益。
她们积极参加各种竞赛、科研、评奖、支教、教改等活动,并把每一步大大小小的

成绩记录得清清楚楚,也因此成就了自己。

2.个人努力在其成长中发挥重要作用

研究发现,相比于普通教师,这些教师有着积极的人生态度,以及面对困境

不屈不挠的精神。
第一,个人努力在初期的发展中起决定作用。在我国,新教师的发展首先取

决于学校的认可,但这认可取决于教师遵守学校铺设的成长道路(如参与学科教

研,积极向师傅学习请教,积极参与公开课等活动),并付出努力取得成绩。X入

职后格外努力,“每天都在备课,渴望一种比较完美的课堂”。工作头三年,她几

乎都住在学校。“那时我买了很多教案,每天晚上我就把所有的教案都摆开,大

约8本左右,我比较分析,再撰写我的教案。”每批完一本作业,她都会记录学生

的问题,使之成为教学资源。工作4年立足后,她又开始了夜大攻读本科之旅。
职初期的L,希望成为一名像魏书生、于漪、欧阳黛娜那样的优秀教师,并开始

“像劳模”一样努力。为了锤炼自己的教学语言,她先用典雅的书面语写下教案,
再背下来。因为“我觉得书面语比口语更典雅,口语比书面语更亲切,这两者结

合才很有催动性。”这种脚踏实地的努力奠定了她们早期发展的基础。
第二,职业生涯第二阶段,个人努力令其迅速成长。这个阶段我们从她们身

上看到个人努力与外界支持相得益彰,发展机会与荣誉相辅相成。获得进修机

会的Z格外努力,也因此得到进修学校两位优秀教师的关注,建立了亦师亦友的

关系。在他们的影响下,她把“读好书,交高人”作为座右铭,积极参与学校“学名

师、追名师、做名师的活动”,只要有名师来省里上课她就设法去听,她听了窦桂

梅、于永正、贾志敏、王崧舟、支玉恒等很多名师的课,发誓要成为他们那样的教

师。她努力阅读各种专业和经典著作,积极主持、参与课题研究,撰写教学研究

论文,是当地极少能在省级核心刊物发表文章的一线教师。X老师的努力可以

从她的成果中看出一斑:1998—2008年10年间,除了怀孕生子的一年,她几乎

每年都获得校、省级优秀班主任称号和教学竞赛一等奖;有20余篇论文获奖,主
持出版教辅等书籍13套,指导师生获奖4项。

第三,获得全国声誉后依然以饱满的热情、强烈的使命感推动教育改革与发

展。在职业生涯第三阶段,这几位教师并没有停留在功劳簿上,而是以自身的荣

誉身份和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承担起改善教育教学现状、创设更理想的教育的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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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作为领导者,她们一直在教育领域努力耕耘。
(三)生命中的重要他人是特级教师成长的重要推动者

生命历程研究最核心的原则莫过于相互依存的生命概念。“人的一生通常

被嵌入在与亲属和朋友的社会关系中,社会调节和支持部分是通过这些关系产

生的。”[14]所在学校的校长、同事,区域教研员,进修老师等都在其成长过程中发

挥重要作用,成为这些教师成长中的“贵人”。
校长在教师成长中发挥最为重要的作用。L所在学校的校长是她职业生涯

中的第一个“贵人”,在他的认可和推荐下,L得到区优秀教研员的指导。在以后

的工作中,校长给予她各方面的支持———外出培训和参评区优秀教师。X也是

在校长的一路提携和帮助下成长的。在外出参加全国比赛的时候,60多岁的校

长带着他们爬上陡峭的华山,让她体会坚持的力量和“不怕困难,勇往直前”的精

神。经历了长达十年的“雪藏”后,碰到了客观公正并欣赏她的新校长,G才得到

参加各级教学比赛的机会。
区教研员是教师成长中的重要他人。几位教师都是在区教研员的慧眼和提

携下成长的。当区教研员发现可造之材后,会尽己之力动用各种资源帮助教师

发展。L就是被区教研员发现后一边积极向省里推荐,一边帮助将其课程打磨

成区优质课向全区展示。在上海培训中,也因其授课风格和质量得到教研员的

肯定,并积极向校长推荐作为人才引进,她才有在上海这样的教育高地工作的机

会,获得了原来三线城市难有的发展机会和平台。
其他重要人物为她们发展助力。Z第一次培训时遇到的两位进修学校的教

师让她体会到“读好书,交高人”对人发展的意义,也从那时起,她开始研读经典,
追随名师的步伐。在追随中她得到了于永正老师的认可,并被破格收为徒弟,获
得了这位小学语文教育家的指导。G参加省“基础教育优秀教师培养”工程,让
她接触到了全国最优秀的教育理论工作者和实践专家,他们对教育现象和理论

的透彻分析,及对他们抱有的期望,让她发誓“要用自己短短的腿,爬高高的坡,
走远远的路”。X和Y职初期的同事多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老教

师,他们认真、严谨、踏实的工作作风,敬业乐业、积极进取的工作态度,成为她们

最初成长的丰富养料。

结 论

总之,从生命历程理论的视角看待特级教师的成长,让我们在社会和个人复

杂的互动中获得了较为清晰的线索。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环境和支

持性政策为教师的成长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环境和条件;贯穿始终的爱国主义教

育成为个人能动性的基础,而中国文化中的勤奋、踏实、上进的品质和担当成就

了今天的他们;生命中的重要他人是其成长中的重要推动力量。诸多因素中,国
家提供的支持性环境和个人良性互动在其成长中发挥关键作用。可见,在我国,
一个教师首先必须遵循组织规则,并通过个人努力获得组织的认可来获得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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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几位特级教师的党员身份也从另一个角度诠释了这个前提。另外,这批

处在同一出生组的“70后”,她们彼此所处的生命阶段和重大事件出现的时机的

一致性,使她们对未来生活的抉择和机遇的把握也具有相似性。
总之,成长为特级教师是一个漫长、复杂、充满不确定性与挑战的过程。唯

有教师充分发挥个人能动性,积极寻求关键他人的指导与支持,把握专业成长时

机,充分“借力”已有制度性资源与规则,终身追求专业精进与发展,才有可能最

终成长为特级教师,在为学校、区域、省域乃至国家教育改革与发展做出贡献的

同时,成就自我的教育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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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studytakesfiveoutstandingteacherswhoobtainedthehonorarytitleof
specialgradeteachersincompulsoryeducationstageastheobject,andtakesthelifecourse
theoryastheanalysisframework,toexplorethepathandinfluencingfactorsthataffectthe

growthofcontemporaryspecialgradeteachers.ItisfoundthatinChina,thereisawholeset
ofmaturesupportingsystemandspecificpathforthegrowthofexcellentteachers,theselec-
tionandtrainingofschools-regionalselectionandtraining-provincialselectionandprovincial
andnationaltraining.Inthisprocess,individualteachersstepbystepgainawideracademic
horizon,abetterleader,andamorediversifiedandbroaderdevelopmentplatform.Their
teachingability,leadershipandsenseofmissionarerapidlyimproved.Theresearchshows
thatgrowingupasspecialgradeteacherisalong,complex,uncertainandchallenging
process.TeachingResearch,teachingcompetition,mentoringfromtheexpert,high-end
training,leadingplatformisanimportantwaytogrowintoagoodteacher.Inthedevelopment
ofexcellentteachers,thefollowingfactorsplayarole:1.Sincethereformandopeningup,

China’spursuitofmodernizationhascreatedagoodsocialenvironmentandgrowthspacefor
teachers;2.Supportivepoliciesforteacherdevelopmentfromthenationaltothelocalprovide
manyopportunitiesforteacherdevelopment;3.Theirenterprisingspirit,socialresponsibility
andtimelytimingmakethemluckyones;4.Personalagencyistheinternalpowersourceof
teachers’continuousgrowth;5.Guidanceandhelpfromsignificantothersatcriticalpointsin
theirgrowthmaketheirgrowthmoresmooth.

Keywords:teacherprofessionaldevelopment;LifeCourseTheory;personalagency;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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